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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把“老赖”两字写在老赖脸上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如

果从反面理解，借钱不还，再想借就难

了。一直以来，朋友或亲戚间，为借钱而

闹翻的事情太多了，尤其在生意场，出手

的每笔钱都不是小数目，一旦遇上不讲

信用的人，这朋友之间可能就要撕破脸

成冤家了。

“老赖”这个名字很臭，之所以被称

“老赖”，是这些人真的“死皮赖脸”——

这边的朋友撕脸了，他又会去那边的朋

友借，可“老赖”两字不写在脸上，不设防

者往往在花言巧语面前上当。看本报 8

月 31 日 6 版报道，老赖吴某某的失信记

录居然高达 46 条，可见他早是个虱多不

痒、债多不愁的“超级老赖”，无度与无耻

地消费和透支社会诚信。若是早点把这

种老赖像有的地方在公共场所大屏幕上

曝光的形式示众，或许就不会有这么高

的失信记录。

最近，“永康老赖榜”上了微信圈，这

人人都可随手翻阅的“微屏幕”，远比公

共场所大屏幕的威慑力强多了。在这张

老赖榜上，有 500 名老赖的名字及失信

记录等，以供商家查询是否是自己将要

合作的对象，以避免合作风险。同时，一

机在手，还可通过市法院官方网站登陆

最高院设立的“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

查询全国自然人和法人老赖的失信排行

等信息。这张大网，把“老赖”二字写在

了老赖脸上，为广大生意人和信贷机构

上了一道保险。

公共道德和法治在一个时期的不同

程度滑坡，表现在经济领域尤为突出。

这张主要来源于法院失信被执行人、银

行和小贷公司及网贷平台提供的贷款逾

期黑名单、民间私人借贷黑名单的“老赖

榜”，也从一个侧面警示人们，老赖现象

在经济生活中已经何等严重。仅仅在我

市，被示众的老赖就达 500 人，那么全省

乃至全国有多少？因此，做五湖四海生

意、搞大项目投资的人，需要多上上这个

平台，认认这些老赖的脸，谨慎出手。

“老赖榜”上了微信圈、老赖们上了

征信黑名单，乘飞机等十类高消费行为

被限制，“再借”也被亮起红灯，有利于减

少民间和企业经济纠纷，也有益金融维

稳。不过，这很大程度是对特定的人而

言，除此，还有多种老赖现象。

比如本报 8 月 30 日 1 版报道的，城

区某银行在处理“转贷通”过程中故意拖

延办理贷款时间，如此“压贷”，也有可能

把一家原本好好的企业逼上“老赖”之路

——贷款不能按时接上，资金链将断裂，

只能去借款救急，这一借可能会一时还不

出，于是成了“被老赖”。还有一种老赖，

即常见的以申请企业破产来逃债，这比认

账还不起钱的老赖更赖更恶劣，已经严重

威胁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安全。

针对这种老赖，我市已出系列“狠

招”，相继出台金融机构金融维稳和企业

（个人）逃废金融债务警示约谈制度，进一

步落实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的责任，防范和遏制抽贷、压贷、惜贷等

不当行为。司法机关也将进一步加强对

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人员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开展重点案件集

中审判和执行活动，并定期在媒体及金融

单位宣传栏上曝光。这样多措并举之下，

可堵住多方漏洞，使老赖无地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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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安置、“立改套”、建造老年

公寓、整村改造、农民入股经营、村集体

公司化运作、“危旧房翻新”，我市探索

7 种模式提速“美丽经济”，6 年 29585 户

农家住房条件得到改善（详见本报 8 月

31日1版相关报道）。

这是一份了不起的、体现绿色 GDP

的成绩报告单。这 7 种模式，实际上回

答了一个主题：美丽乡村建设，必须坚持

走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是个大命题，但它同时又

非常具体实在。比如说，永康的农房改

造。别以为这仅是一个改善农民居住环

境的“小动作”，它包含着为政者的执政

理念和发展思路。首先它是一个重大的

“民生工程”。通过对旧房的改造，让村

民群众不但居者有其屋，而且通过改造，

提高安全性和舒适度，让村民群众住得

放心、住得开心，提高村民群众的生活品

质，这就是很好的民生。除此，发展也是

民生，经过改造的农房，变得漂亮了，成

了风景，成了极好的旅游资源，把城里人

吸引到农村来，呼吸这里清新的空气，品

尝绿色有机食品，在他们为自然之美陶

醉、满足之时，当地村民的腰包也会变得

厚实起来。“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改造农房，是为发展农村经济找到了一

个赢利点。改造农房，为乡村游打下了

一个良好基础。

改造农房，是用发展的眼光解决发

展中的问题。在一些地方看来，新农村

建设，就是要搞大拆大建，村里盖大厦、

建广场、铺草坪⋯⋯结果就是要把农村

变成城市。这当然是一个必须要摒弃的

错误方向。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容忍卫

生上的“脏乱差”及布局上的低小散，如

何加以解决，这就是一个科学发展的问

题，这就是一个执政智慧的问题。改造

农房，就是一记“化腐朽为神奇”的高

招。经过改造，一些灰扑扑的旧房变成

抢眼的白墙、黑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

有的偏居村角的老屋，成了令人怀旧的

民国初期的曲径通幽的四合小院，这就

是景致，是对客观和自然的尊重。大拆

大建，当然会创造一个“新天地”，但它更

多背离了科学发展的要旨，是建立在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基础上的。改造农房，

用的是巧劲，干的是细活，守的是底线，

这条底线就是恪守“环境友好型、资源节

约型”的发展思路。

农村旧房，它是历史的记载，是文化

传承的载体，它附着人的情感，年代越

久，经历的风雨越多，人们对它寄托的情

感越浓。记得住的乡愁是什么？村头的

一棵老樟树、村中的一口古井，还有你家

我家他家的一幢幢老屋。农房改造，就

是赋予这些老屋更多的活力，让它们在

历史的长河中挺立更久，让更多远游的

游子多一份牵挂，让他们不管行走多远，

心里都想着要为家乡做点事。

我市提速“美丽经济”，是美不胜收：

执政者的情怀之美、生态文明的发展之

美、历史文化的传承之美。

提速“美丽经济”的多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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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为博览会插上腾飞翅膀
第 20 届中国五金博览会的脚步越

来越近了。本届博览会期间，主办方将

继续深化推行“智慧会展”APP 手机软

件。届时，客商只要进入软件系统，就可

在线上分享到 720 度全景无死角的展会

现场。同时还能精确查询展位位置、展

示产品以及参展企业信息等（详见本报

1日1版相关报道）。

每年的中国五金博览会，在偌大的

展馆内，在如织的人流中，参展客商要在

上千家参展企业中找寻自己中意的产

品，劳心劳神还费力，一天转下来，往往

筋疲力尽。现在好了，只要进入“智慧会

展”软件系统，参展企业的展位位置、企

业信息、展示产品等一览无遗，客商再也

不用像以前那样，为了找某家企业或某

个产品在人群中穿来插去。这就是“互

联网+”的魅力所在。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

不仅能够促进供需对接、畅通流通渠道，

对区域和行业经济发展也有强大拉动作

用。20 年来，中国五金博览会始终坚持

“让永康五金畅行世界，让世界五金汇集

永康”主题，以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为

导向，全面展示中国五金产业的最新发

展成果和趋势，积极促进国内外企业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努力为五金企业展示

品牌形象、洽谈合作贸易、了解行业动

态、交流业界技术、培育产品品牌搭建良

好的服务平台，已经成为世界五金行业

三大盛会之一。

然而，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大

潮来临，每一个传统行业都将被改写，中

国五金博览会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顺势而为，

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今年 3 月 5 日，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

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并正式确

立其为国家战略。互联网已经逐渐跳

出一个行业的范畴，正成为国民经济的

一大新引擎。

全面拥抱互联网，打造“互联网+会

展”，无疑是中国五金博览会转型升级的

重要途径。通过报道，我们看到主办方

除了推出“智慧会展”，还打出了“互联

网+”系列组合拳，如“智慧市场”“尚五

金”、网上博览会。此外，网上博览会还

将新增交易功能，以此满足无法实地参

展的客商通过网上平台浏览采购，实现

线上线下交易并举。

“互联网+会展”，其带来的影响将

是多方面的。对主办方而言，观众面

广泛，展出时间长，展出空间无限，反

馈及时等；对参展企业而言，可以提高

“目标受众”比例，产品展示也更加简

单便捷；对参观者来说，则可以更全方

位了解展会，有针对性地搜索定向了

解自己感兴趣的产品，从而设定参观线

路，节约时间。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全面拥抱

互联网的中国五金博览会一定能飞得更

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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